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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先行 火力全开

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已经成为新一轮城
市竞争的主要“竞技场”。

枣庄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提出了“聚焦
工业率先突破，培育壮大以六大先进制造业为
主导的‘ 6+3’现代产业，走出一条具有枣庄
特色的工业现代化之路”的未来五年规划。

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枣庄市市中区第十
次党代会上，提出了“工业强区 产业兴区
城建立区”战略。作为枣庄的原市驻地、老工
业基地，市中区拥有丰富的资源、雄厚的基
础、突出的优势，更保持着日益强劲的发展
势头。

从数据来看，市中区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
实现151 . 3 亿元，增长4 . 3% ；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11 . 9%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 ；四大主
导产业产值达到35 . 9 亿元，同比增长27 . 7% ；
新增规上工业企业12家，正凯新材、中岩建材
等 14 家企业成功入选 2022 年度省“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名单。

今年以来，市中区按照集群发展、延链聚
合理念，细化明确了以四大产业集群为主导、
10 条特色产业链为支撑的产业生态链圈。大力
培育龙头企业，实施泰和HEDP技改、磷酸铁
锂高端正极材料、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以及
正凯年产20万锭智慧纺纱等项目，巩固泰和科
技、正凯新材龙头地位；发挥雅博科技上市企
业优势，积极推进总投资60亿元的泉为科技异
质结光伏组件项目建设，为工业经济持续增长
积蓄动能。

与此同时，全区新开工亿元及以上项目
46 个，新签约亿元及以上项目34 个。山东省
兽用生物制品监测实验室枣庄中心完成授
牌，总投资资 100 亿元的中国兽药谷、总投资
100 亿元的凡华教育产业园完成签约并启动
建设。

在工业规模扩张的同时，市中区的产业结
构也在逐步优化，向着价值链中高端稳步迈进。

为民生计 保民生息

满眼青绿，花枝摇曳。漫步市中，不经意
间就会遇见方寸之美。如今，市中区利用城市
拆迁腾退地和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建造的
近15处小巧多样、舒适宜游的“口袋公园”让
居民推窗可见绿、出门即入园。绵延的健身步
道将绿地、水系等串珠成链，让城市更健康、
更宜居。

曾几何时，市中区三角花园东南片区历史
遗留问题成为市民口中的“城不是城、村不是
村”。如何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市中区
老城更新面临的实际问题。

原市人防办公楼问题解决后，地上建设
“口袋公园”，地下规划建设老枣庄城市记忆
馆，腾出更多民生工程用地。

今年以来，市中区组织开展了3次集中拆
除活动，拆除182 户，全区棚改项目安置区范
围内滞迁户实现平稳清零，为推进城市品质提
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让全区干部
思想迈上了新境界，士气获得新提升，把‘难
题 清 单’转 化 为 了 全 区 干 部 的‘使 命 清
单’。”市中区委书记宋磊说道。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在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方面，市中区今年共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33个，涉及7个镇街，总建
筑面积135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0421 户，项目
总投资2 . 364 亿元。 7 条道路开工建设，4条道
路改造快速推进，9条背街小巷完成改造，雨
污分流改造30 . 8 公里，新建改造15 处城区绿
化节点，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化品位，塑造崭新
市中形象。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方面，2020 年
以来，市中区投入11 . 48 亿元，启动学校建设
项目14个，光明路中学一期、实验中学二期高

中部等10个项目投入使用。同时，充分发挥市
直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枣庄三中全面管理枣
庄十六中，枣庄十五中形成“一校多区”办学
格局。均衡城乡发展，全区投入200 多万元用
于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累计组织334 名教
师开展城乡支教交流、短缺学科教师走教活
动。今年中考，全区乡镇中学升入高中人数再
创新高。

市中区还成立了覆盖全区中小学校联研
共同体 11 个，全区获省教学成果评选二等奖
1 项、市一等奖 3 项。持续擦亮“学在市
中”。小学教学质量保持全市前列，初、高
中教学质量大幅提升。全区重点高中录取人
数由 2019 年的 668 人增加到 2022 年的 1244
人， 2022 年本科过线突破 600 人，上线率约
63% ，实现历史性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17 日，枣庄应用
技术职业学院（筹）暨中兴产教融合先行区项
目在市中区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中兴产教融
合先行区将扩建1 所中等职业学校，新建1 所
高职学院，同步规划产教融合职教园区；枣庄
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筹）总投资约22亿元，将
形成全日制学历教育、产教融合培训、国际合
作为一体的现代职业教育综合体。

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市中区以
打造区域教育中心为目标，扩大优质教育资
源，推进教育事业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
衡”加速迈进。

比较优势 争当典型

从最早的“非遗助力脱贫、推动乡村振
兴”典型，再到现在的乡村振兴“示范村、特
色村、精品村”创建行动，市中区走出了一条
乡村振兴特色之路。

那么市中区会带来哪些“乡村振兴”的灵
感？答案简单明了——— 以产业振兴为引领。

据了解，市中区乡村振兴示范村、特色
村、精品村创建行动旨在依托村庄资源禀赋和

产业项目，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
宜、突出特色，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并重，打造各具特
色、竞相迸发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本次行动将在2022 年创建乡村振兴示范村
10个，特色村10个，精品村10个；从2023年起
每年新创建不低于 10 个特色村， 10 个精品
村，3年内乡村振兴示范村、特色村、精品村
的创建率达到70%以上，5年基本实现全覆盖，
力争打造1—2个省级以上乡村振兴示范镇。

活动最终将通过考核评比形成示范村、特
色村、精品村名单，根据创建标准和数量占比
推荐示范镇名单。区委将对示范村、特色村、
精品村予以隆重表彰并现场挂牌，创建工作结
果将直接运用于乡村振兴考核。对成功创建示
范村的区级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对成功创
建特色村、精品村的区级各一次性给予10万元
奖励。

市中区齐村镇乔屯村是远近闻名的手工艺
品加工村，村中的制陶师傅双手来回揉捏着，一
件件精美的器物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在眼前了；
有的农户家中摆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有
的农户家里在编织笤帚，一片繁忙的景象。

“以前都是传统渠道销售，现在有了网
络，许多农户开通了网络电商平台，尽管销量
有了较大提升，但是仍然存在产业化程度不
高、品牌特色不强的问题，这不区里真金白银
支持咱们村庄发展嘛，我们打算建两个快递收
发点，探索成立‘网络+公司+农户’一体化销
售模式，借此机会争创特色村，把区里 10 万
元、镇里10万元奖励全拿到，让咱的产业做大
做强，带领咱村村民增收致富。”乔屯村村委
会相关负责人信心满满、干劲十足。

作风提升 赢在中层

今年是枣庄市市中区的“重点工作提升
年”，也是“干部作风建设提升年”。市中区

以“干部赋能提升工程”为抓手，围绕服务各
级重点中心工作，统筹谋划开设了8个班次的
“干部赋能提升工程”培训班和为期1个月的
“赢在中层——— 全区年轻干部素质能力提升
班”。通过“区内党校+域外名校+回炉总结”
的方式，全面探索具有全局性、针对性、实效
性的专题式培训，三年内将全区科级干部轮训
一遍。

坚持“因事择人”原则，聚焦市中区委、
区政府确定的“工业强区、产业兴区、城建立
区”战略和工业经济、招商引资、创新能力、
营商环境、城市品质、乡村振兴、民生福祉、
干部作风“八大提升突破工程”，按照“分线
分批、压茬推进”思路，统筹开设8个专题培
训班次，有针对性地选调涉及单位的主要负责
同志、分管负责同志、中层干部、业务骨干参
加培训，全面打造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高素
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此外，为提升窗口部门、涉企部门公共服
务水平，市中区选取了32 个区直部门100 个热
点科室(科长)和11 个群体1016 名评议代表，组
追开展了“百名科长大家评”活动，通过公开
亮屏监督、正反双向激励等方式，推动党员干
部转变思想观念。

今年以来，市中区纪委监委通过开展干部
作风专项察访、协助区委制定《关于激励干部
担当作为实施容错纠错的办法》等系列举措，
推动全区党员干部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
能力大提升、工作大落实，奋力开创新时代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区建设的新局面。

秋空明月悬，奋斗须“枣”为。我们正瞩
目，期待一个更远的“市中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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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十三五”，枣庄这座古老而年轻
的城市，以超乎想象的行动力与决断力，从
待挖掘的“潜力股”城市成长为工业重镇再
振兴的样本城市。

“十四五”，“凤凰涅槃”的枣庄站在
更高的起点，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作为
枣庄历史的根和魂，枣庄市市中区正在以产
业升级驱动高质量发展、以新经济开拓产业

体系变革的蓝海、以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融
入新发展格局，在老城完成嬗变之后，开启
“新”市中的进化之路。

起而行之，扛起老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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